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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

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

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

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

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

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

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

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

习惯的&ldquo;活&rdquo;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

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ldquo;活&rdquo;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全景调查与发展前景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运

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

分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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